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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先锋

“ 呜 —— 呜 ——”2025 年 7 月 7 日

上午 10 时整开始，防空警报声响彻河

北省唐山市区的大街小巷。这是该市

连续 18 年在全民族抗战爆发纪念日试

鸣防空警报。“每当听到警报声，便思应

对之策；常思应对之策，便可形成居安

思危的习惯。”自 2008 年以来，唐山市

相关部门结合防空警报试鸣，开展多种

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铭记

历史、常备不懈，蹚出一条落细落实全

民国防教育的新路子。

一

“防空警报试鸣头几年，声音不大，

在离窗户较远的里间屋就听不清甚至

听不到。”家住路北区曙光楼小区的李

大爷告诉笔者，近些年来防空警报声音

越来越响，无论在哪个角落都能听得真

真切切，让人心里很不平静。

试鸣的 7 月 7 日，是卢沟桥事变纪

念日。88 年前的这个日子，日本开始

全面侵华，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灾难。

此前的 1933 年长城抗战期间，日军就

派飞机轰炸长城沿线及滦河流域村庄；

整个抗战期间，大量唐山百姓在敌军的

狂轰滥炸中罹难。作为一座曾遭受侵

略者轰炸的城市，唐山市以试鸣防空警

报为契机，大力推进人民防空建设。

与 18 年前相比，全市仅防空警报

器数量就增长 4 倍多，目前警报信号已

实现城市主城区、人口密集区、重要目

标区全覆盖。考虑到战时环境复杂，主

管部门为警报器配备智能蓄电池，即使

遭遇市电断供，警报也能照响不误。他

们还探索把警报器引入人防工程等地

下空间的方法路子，地上鸣响警报的同

时，试点区域地下空间内也能听到警报

声音。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仅仅听到

一两次警报试鸣，很难分清楚每种声音

代表的具体含义。“警报年年鸣响，引发

大家伙的关注。”唐山市路南区红堡天熙

小区的赵阿姨谈道，有关部门把分辨警

报声音的方法印在手提袋上、纸抽盒上，

让人们在使用这些物品时不知不觉便记

住了：长音是预先警报，要准备躲起来；

短音急响是空袭来了，得赶紧找地方藏；

最后一直响的长音代表解除警报。

“一开始听到突然响起的警报声，

我和同桌都吓了一跳。老师说这是试

鸣，不用恐慌，但要记清每种警报声音

的含义，以及试鸣警报的意义。”唐山市

第四十九中学学生王鹤儒告诉笔者，此

后她在学习抗战历史的时候，警报的声

音仿佛又响起在耳边，提醒她不要忘记

前辈遭受的苦难，努力学习成为祖国的

栋梁之才。

“唐山是一座在废墟上建成的现代

化城市，几代人对唐山大地震有着刻骨

铭心的记忆。”唐山市国动办综合科负

责人张虎表示，年年定期响起的警报

声，唤起唐山人埋藏心中的忧患意识，

警醒和激励社会各界扎实工作、防患未

然，全力做好应对自然灾害、战争灾害

的一切准备。

二

7 月 7 日响起的防空警报，不仅使

唐山干部群众思想受到触动，而且使他

们加入到防护演练的行动。

上午 10 时许，伴随着刺耳的警报

声，唐山滦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会同市

人 武 部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等 部 门 ，组 织

300 多名社区居民携带个人防护用品，

沿着预定线路，开展防空袭疏散演练。

当天，唐山多个县（市、区）组织开展旨

在增强防护能力的演练和培训活动。

“在防空警报声中开展人防教育和防空

袭演练，效果远胜平时。”按照这一思

路，每年 7 月 7 日开展相关配合活动，成

为唐山市防空警报试鸣的标配。

“警报声刚刚在耳边响起，大脑就

开始思考应对办法。”迁安市兴安街道

晨曦家园小区物业经理赵亚娜介绍，前

几年是人防主管部门带着大家开展疏

散演练，这几年是社区自行组织演练。

现在居民一听到警报声，就下意识地做

好关闭电源、燃气，进行紧急疏散的准

备。演练中大家越发认识到，增强自身

安全防范意识和防护能力，不仅是战时

防空袭的需要，而且也是平时应对突发

事件、自然灾害的需要。

“这些年很多人懂得了一技傍身、

终生受益的道理。”唐山市人民防空教

育馆讲解员石硕告诉笔者，连日来，到

该馆学习心肺复苏、止血包扎、打绳结、

简易担架制作等应急避险技能的人络

绎不绝。

三

定期鸣响的防空警报，让人防工程

进入市民群众的视野。“有了人防工程

就安全了。”不少参加防空袭演练的市

民由衷地说。唐山市人防主管部门因

势利导，通过各种方法引导大家认识和

保护人防工程。

部分人防工程被改造成商场、停车

位，市民群众很难分辨哪里是人防工

程、哪里是普通地下室。人防主管部门

一方面通过喷绘色带、印刷标语、设置

指示牌等方式，对人防工程进行标识；

另一方面推出人防疏散小程序，市民用

手机下载启用后，可随时了解住所附近

人防工程位置、现状等情况。他们还把

保护人防工程纳入全市中小学校日常

教育，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期，组织开展

“家庭人防小课堂”活动，以“小手拉大

手”的方式扩大人防教育覆盖面。

人防工程里有垃圾、废弃物，立即清

理干净；发现拆墙打洞、私搭乱建等现

象，马上向有关部门反映……目前，这已

成为很多唐山市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我市人防工程面积已超过国家规

定标准，日常维护管理任务十分繁重。”

唐山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动员三科科长

冯仁刚表示，他们将结合警报试鸣、全

民国防教育日等时机，持续抓好宣传教

育，不断凝聚社会各界保护人防工程的

共识与合力。

让居安思危成为一种习惯
—河北省唐山市连续十八年开展“七七”防空警报试鸣活动的新闻调查

■侯志江 朱振军 赵宪骏

京酱肉丝、红烧带鱼、蒜蓉西兰花、

千层肉饼……近日，在北京市军供站

内，驻京某部一批炊事员烹制的多道特

色菜品香气四溢、获评高分。军供站是

保障过往部队饮食供应的地方单位，为

什么有部队炊事员在军供站内展示厨

艺？事情还要从该部的一次走访活动

说起。

前不久，该部来到北京市军供站走

访座谈。军供站负责人得知该部基层

连队部分炊事班战士没有参加过烹饪

技能培训，主动表示可帮助他们开展培

训。“内务条令在伙食管理这一节明确

规定‘科学调剂伙食，保证营养均衡，讲

究色香味形，提高饭菜质量’，这对炊事

人员业务技能提出很高的要求。”该部

领导对北京市军供站“想部队之所想”

的做法表示感谢。

为了保证培训效果，该站不仅安排

站里经验丰富的厨师，还协调当地烹饪

学校派出教学骨干，为部队炊事员传授

热菜炒制、面点制作、营养搭配等烹饪

技能和知识。他们还在教授京味饭菜

烹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该部官兵来自

不同地域的饮食习惯，对部分菜品、食

品的制作方法进行改良，让炊事员制作

的饭菜贴近官兵家乡的味道。

“为期两周的培训还设有考核、竞

赛环节，通过打分排名营造出比学赶帮

的浓厚氛围。”该部参训人员普遍表示，

这次培训让他们受益匪浅，今后服务保

障战友们的底气更足了。“部队的需求

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北京市军供站

负责人表示，今后，他们将进一步发挥

优势，为部队提供多层次服务，不断提

升军用饮食保障水平。

北京市军供站—

帮助部队提高炊事员技能
■金 刚 费文鹏

“为什么设计图纸有人防门 137 樘，

而防护设备材料中仅有 133 樘？”近日，

在浙江省湖州市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站，

高级工程师曾朝霞在审核某处人防工程

竣工验收资料时发现一个明显问题，平

时和善的她顿时严肃起来。

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涵盖工程立项、

招标、开工、竣工全过程，每个环节都必

须严格把关。按照这个一贯要求，曾朝

霞召集工程设计、建设单位和人防设备

生产安装企业等负责人了解情况，最终

弄明白了事情原委：此处人防工程分期

建设，设备生产厂家将原本属于此次报

监项目的 4 樘防护门，划入了下次报监

的项目，导致报监资料出现错误。曾朝

霞快速处置这个问题后还举一反三，将

人防工程因为分期建设导致设备安装交

叉不清的情况，通报给各县、区人防工程

质量监督部门，提醒大家注意纠治这类

问题。

曾朝霞热情开朗、爱说爱笑，但一进

入工作状态，便特别认真、较真。她大学

期间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曾在住建部

门负责工程档案管理 10 多年，3 年前开

始负责湖州市人防工程档案管理。“如果

说民用建筑的功能是平时服务生活，那

么人防工程的功能就是战时保护生命。”

曾朝霞和同事们按照严之又严、细之又

细的标准，抓好每一处人防工程的质量

监督。

听说曾朝霞把关很严，一些人防工

程建设单位的报监员便有些怵头。一

次，某单位提报的 16 份竣工验收资料的

前期文件中竟有 13 份出现纰漏甚至错

误，该单位初次接触这项工作的报监员

十分紧张。没想到，曾朝霞并没有批评

她，而是给她详细地讲解相关知识，直到

她完全掌握了竣工验收资料报监方法。

“人防工程建设资料报监工作有一定

的专业性，不能指望大家一开始就是行家

里手。”几年来，曾朝霞一边严格审核，一

边耐心帮带，逐渐培养出一批“明白人”，

全市人防工程档案的质量也稳步提升。

让人防工程的设计、建设符合规定

是基本要求，实现人防工程战备效益、社

会效益最大化是更高追求。2024 年，湖

州市决定对一批达到一定年限的人防工

程进行维修。维修方案初步拟订后，相

关领导征求曾朝霞的意见，她凭借积累

的实践经验和丰富知识，提出一系列合

理化建议。采纳她的建议后，全市人防

工程维修项目不仅达到了保持防护效能

的目的，而且节省了四分之一的经费。

曾朝霞还会同技术部门，积极推进

人防工程档案电子化信息化建设。目

前，全市人防工程档案实现了“一网统

管、一键查询、一屏调度”。

“一旦遭受敌方空袭，人民群众将进

入人防工程内掩蔽，而掩蔽方案的制订

必须依赖人防工程档案信息。”曾朝霞

说，正是基于对自身责任的认识，她和同

事们才一丝不苟地监造好“地下长城”的

每一块砖。

监造好“地下长城”的每一块砖
—记浙江省湖州市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站高级工程师曾朝霞

■苏 虎 孙利萍

6月 30日，北部战区某调度中心佳木斯军代室联合驻地人武部、军地医院、军供站等单位，组织带有战术背景的铁路装卸载训练，提高军事运输保障能力。

上图：该军代室利用民用吊车装载部队集装箱。右上图：参训民兵运用专业设备驱离“敌”无人机。 刘志坚摄

征用，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

要，通过行政手段取得组织或个人的财

产使用权的行为。民用资源征用，是国

家获取、使用民用资源，保障国防动员

需要的重要手段，是世界主要国家的通

行做法。比如，英阿马岛战争中，英国

政府征用大量商船运输军事装备和人

员。我国宪法、国防法等法律均对民用

资源征用作出相关规定，国防动员法更

是设有“民用资源征用与补偿”专章。

民用资源征用涉及国家、组织、个人利

益的调整，必须准确把握其内涵，做到

于法有据、于情合理、于事周全。

在一些人的潜意识中，民用资源一

定来自民间、不是国有资源。其实不

然。国防动员法明确规定：“民用资源，

是指组织和个人所有或者使用的用于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的设施、设备、场

所和其他物资。”可见，民用资源的基本

特征是“用于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

是用途层面的概念。而国有资源属于

所有权层面的概念，是指明确归国家所

有的资源，如宪法第九条规定的矿藏、

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

然资源，第十条规定的城市的土地。

也就是说，民用资源与国有资源并

非同一维度的概念，且两者存在交叉重

叠。比如，用于城市建设的土地，属于

国有资源，同时也属于民用资源。又

如，中央企业的设施、设备、场所等，只

要其“用于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也

是民用资源。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接

受依法征用民用资源的义务。因此，国

有企业、事业单位的资源，在符合条件

时也可被征用。

国防动员法还对征用的前提条件

作出规定：“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后，

储备物资无法及时满足动员需要的，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依法对民用资源

进行征用。”由此可以看出，只有在国家

决定实施国防动员后，才可以实施民用

资源征用。根据法律规定，国家决定实

施国防动员的情形有两种，一种是国家

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的决定，发布动员令。另一种是虽然

未发布动员令，但因国家的主权、统一、

领土完整和安全遭受直接威胁必须立

即采取应对措施时，国务院、中央军委

根据应急处置的需要，采取了必要的国

防动员措施。

由此也可以看出，储备物资无法及

时满足动员需要时，才可以进行民用资

源征用。这一规定明确了储备调用和

民用资源征用的次序，即先开展储备物

资调用，而后开展民用资源征用。

由此还可以看出，依法对民用资源

进行征用的实施主体是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法律明确规定，需要使用民用资

源的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武装警察

部队、民兵组织，应当提出征用需求，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征用。

当然，平时也并非绝对不能进行民

用资源征用。国防动员法专门提出，现

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武装警察部队、

民兵组织进行军事演习、训练，需要征

用民用资源或者采取临时性管制措施

的，按照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

关规定执行。

民用资源征用具有强制性，且涉及

被征用对象的切身利益。因此，必须明

晰民用资源征用的内涵、范围、条件，防

止出现随意征用现象。同时，应注重做

好民用资源征用补偿工作，积极开展民

用资源征用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等方面

的研究，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制

定补偿措施，提高组织和个人配合征用

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

准
确
理
解
民
用
资
源
征
用

■
韩
秋
露

内蒙古包头市国防动员宣传教育馆通过文字、图片、实物、模型等形式，

详细展示我国国防动员发展历程，让前来参观学习的市民群众印象深刻。图

为近日参观者在馆内了解国防法律内容。 王怀志摄

筑牢基石

动员之声

动员快讯


